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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介与大众文化
——以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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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背景，法兰克

福学派麓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曾对

大众文化做过深入的探讨。随着数字技术的发

展，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其媒介本身特

性、传播方式、传播过程都迥异于传统大众媒

介，那么数字媒介对大众文化带来了怎样的影

响?本文忠于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研究的

立场。以探在新媒介时代下的文化是一种大众

文化回归文化特质后的新生，还是一种比传统

大众媒介时代下的大众文化更为愈演愈烈的非

文化。

大众文化，英语为。Ⅱ璐oJlture”。
“胧岱”除了含有通俗性、群众性之意以

外，更与“皿醛media”息息相关。大众

文化随着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

等传统大众媒介的兴起，逐渐产生、走向

兴旺。正如麦克卢汉鼎鼎大名的警言名旬

所述：媒介即讯息。不同的媒介会带来不

同的讯息。随着技术的发展，以数字技术

和网络技术为支撑的新媒体的堀起势必会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传播内容的变化。被麦

氏誉为老师的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

偏向》中也有这样的叙述：。长期以来对

媒体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被传播的

信息的特性。而且，这种广泛的影响最终

会构建起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之中，难

以保持生活的原样及其灵活性。因此，一

种新媒体的诸多优势最终会导致一种新文

化的产生。”

纵观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

以精英主义视角审视大众文化，斥责大

众文化是非文化、反文化，此观点为多

数学者接受、采用。甚至有。不读法

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就没有资格来谈大

众文化”一说。但法兰克福学派研究背

景基于传统大众媒介兴旺之时，以互联

网为代表的新媒介的出现，是其尚未预

料到的。新媒介以其高超的技术优势和

独特的媒介特性，将大众文化引入一个

新的阶段。由此，本文一方面忠于法兰

克福大众文化研究基本立场，一方面跳

出法兰克福大众文化研究主要框架——

以新媒体为主要叙述主体，而非传统媒

体，以期搭建新媒体与大众文化之间的
桥梁。

新煤介对传统攥介时代下的

大众文化之囊■

媒介的物质形态随着技术的发展而

不断演变。从最初的口语媒介、原始壁

画、结绳记事到文字的诞生、纸的普

及、印刷术的发明以及书籍的产生、近

代新闻报业的兴盛、广播电视等传统大

众媒介的壮大，直至当今的数字媒体之

风起云涌，每一种新的媒介都引入新的
尺度。而“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

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它还决定了文化

的类型、风格以及作用于社会现实的方

式和范围。”大众文化作为传统大众媒

介时代的产物，在薪媒介时代，由于新

媒介不同的尺度，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着大众文化的形态，带来一副新的
景象。

1．大众文化之标准化：传统媒介的

中心化VS新媒介去中心化

在前工业时代。文化创作的主体是

个人。艺术家们或灵感来袭挥洒激情，

或兢兢业业深入钻研，所作的文化产品

虽为少数贵族、精英所持，在某种程

度上却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

代，在传统大众媒介时代，少数生产中

心取代多个个体精神劳动，以机构或组

织的形式进行标准化、流水化创作。传

统大众媒介消解个人在文化创造中的主

体地位，工业化集中式生产取代离散型

个体劳动，其结果便是“人们从听到的

流行歌曲的第一个音节，就可以猜出

后来的续曲，看到故事的开头，就猜

到了结尾 ”。阿多诺和霍克海默

曾用。公式”(schema)、“模式”

(pattem)、。陈规化”(stereotype)

来指涉这种由传统大众媒介中心化生产

方式带来的雷同代替个性，平庸逆袭高

雅，低俗取代高尚的现象。在《启蒙辩

证法》中，阿多诺感慨道， 。现在的一

切文化都是相似的，无论从微观上还

是宏观上看，文化工业都表现出齐一

性。”

与此形成对比，在新媒体时代一首

《扛南style})都能异彩纷呈变异出各高

校、各民族、各国等不同版本。这种大

众文化创作方式既是一种回归，也是一

种颠覆，即对前工业时代个人离散型创

作方式的回归，对传统大众媒介中心化

生产的颠覆。新媒介时代得益于数字技

术，信息发布的门槛变得很低，“在大

众传播史上你将第一次体验不必拥有大

资本的个人就能接触广大的视听群。因

特网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出版发行人。”

原本泾渭分明的角色——发送者与接受

者，生产者与消费者——在新媒体时代

变得模糊不清。信息的处理与发送不再

集中于少数的几个据点，而是广泛分散

到大众手中。新媒体的传播网络中，呈

现一副处处是中心，处处无中心的态

势。法兰克福学派曾批判，大众文化非

。大众的文化”。而在新媒介时代，大

众成为大众文化创作主体、传播主体，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种大众文化回归

大众的体现。离散化的个体重新参与文

化创作，使得新媒介时代的大众文化不

再以标准化的方式出现。如果说门户网

站上的内容还带有些许制式化气息，那

么对于youtube、微博等社交网络上所承

载的内容便是完完全全彻彻底底来自于

大众不同的生活经历、体验。

2．大众文化之权威性：传统媒介单

向性vs新媒介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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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大众媒介如广播、电影、电视

的单向线性传播特性一直备受诟病。霍

克海默与阿多诺曾以电话同收音机为

例，他们认为人际传播媒介——电话允

许用户扮演传播者的角色，自由地表达

用户所思所想，并收到即时反馈，而后

者在民主的光环之下，用户实为被动的

受者，所有人麻木收听着大同小异的文

化工业产品。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眼里，

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介从根本上

违背了电话模式，破坏了电话双向交流

的民主结构。另一方面，所谓“权力的

媒介”，大众媒介背后的主人——现存
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充分利用大众媒介

单向传播的特点，发布有利于自身的信

息，意图塑造民众的思想。阿尔都塞在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指

出，传播机器每let通过报纸、电台、电

视把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按时按量的硬

塞给每个公民。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通

过不计其数的大批生产和大众文化的机

构，把因袭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

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

人”。经由传统大众媒介传播的大众文

化，缺失个体的反馈，在“过滤”式的

呈现有利于权利阶级的大众文化之后，

更像是设置了一道无形的屏障，阻挡大

众的所思所想，巩固统治者虚伪的王

国。

很多学者认为由电话的特性——双

向交流所带来的民主性是传统大众媒介

所无法比拟的，但电话作为一种人际传

播媒介无法承载解构权威之重，而以

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介以其传播过程中

的交互性是可以与电话的民主结构相媲

美的技术。或者也可以说，新媒介是传

统大众媒介与人际传播媒介的完美结

合，不但具有传统大众媒介的“大众”

之群众基础，人际传播媒介的双向交流

更是其一大重要特性。正如美国学者迈

克尔沙利文特雷纳所说： “这种新

文化的标志无处不在。它的特性不是电

子通信——那只是一种附属物。相反，

是交互的性质标志着电脑网络空间的特

性。”大众的个人话语在报纸、广播、

电视等传统大众媒介单向传播过程中销

声匿迹。新媒介的交互性，使得大众的

意见跃然于公众视野中。通过对来自主

流渠道的信息进行评论、交流、探讨，

个人话语权的凸显消解着统治阶级的话

语霸权。在Ⅸ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中，哈贝马斯将一个介于国家和社会之

112中酬张科技伽1椭虾

间、公众在此可以自由言论、不受权利

干涉的空间称之为“公共领域”。他认

为公共领域从自由主义阶段到垄断资本

主义逐渐的消逝主要源于国家和私人对

传统大众媒介的控制。从传播过程上
看，正是源于传统大众媒介“从中心到

周边或者自上而下”的单向传播，使得

“公共领域发展成为失去权利的竞技

场”。如果说单向性的传播过程是社会

控制的手段，那么新媒介的交互性便是

解控的重要途径。近年来风生水起的微

博在勃兴之初，围绕微博是否能够成为

理想的公共领域的讨论屡见不鲜。且不

论最后结论是怎样，作为一个开放、匿

名、交互的平台，大事、小事、国事、

家事、正面的、负面的，各类的事件在

微博上被发布、被讨论。除此之外，传

统大众媒介时代话语权高居庙堂，普通

大众被排除在外。而在微博平台里，现

实空间里的明星、公知依旧闪耀于此，

原子式的匿名草根亦活跃其间。物质世

界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等因素被消

解，传统公共领域中的双向交流由个别

精英阶级扩展到所有社会大众。这在无

形之中使得传统大众媒介辛苦构筑的话

语体系土崩瓦解。

奢}媒介时代下大众文化之同步自封

康德把美和艺术的特征概括为无目

的的合目的性，这与霍克海默认为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没有利害关系的

存在”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资本主义社

会的各个领域都被权力所操纵，异化问

题从政治、经济领域扩展到到社会领域

方方面面，唯独文化成为最后的“桃花

源”，保持着其超然、独立、灵韵。正

是基于这种精英文化立场，法兰克福学

派对传统大众媒介时代的大众文化提出

批判。观照法兰克福学派斥责大众文化

非文化的几种特性，可以发现，新媒介

虽赋予大众文化新的躯壳，但其大众文

化的实质——商品化、娱乐化，依旧无

法逃脱法兰克福学派精英主义立场所斥

责的非文化的本性。

1．新媒介与大众文化商品化

在继承马克思商品价值理论和卢卡

奇物化理论基础上，法兰克福理论家对

大众文化的商品化现象深入剖析。艾塔

尔曾这样一针见血指出：“大众文化的产

品全无任何真正的艺术特征，不过，在

其诸种媒介方式中这种文化已被证明有

其身的真正特征：是一种媚悦消费者的商

品。”自从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大众文

化替换为文化工业之后，褪去?大众文

化”中“文化”之魅，法兰克福学派理

论家洞察到其间的商品属性，认为大众

文化在本质上无非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

得以大规模生产和传播的消费品，费尽

心思讨好大众之余， “骨子里则无非是

瞄准了大众的钱袋”。

新媒介时代下的大众文化并未摆脱

其商品性，反而呈现一副愈演愈烈之

势。渗透着数字技术的大众文化产品潜

入大众生活方方面面。在新媒介时代，

大众对文化产品的消费具有很大的选择

自由度，为了更好地获取利润，技术的

发展给大众文化披上崭新的外衣，无疑

成为大众文化商品化的推波助澜的帮

凶：通俗小说的电子版本，除了配以精

美绝伦的插图，加入有声元素，渲染小

说氛围；网络游戏情节扣人心弦，逼真

的视觉效果，使玩家生临其境，互联网

延伸了人的五官感受，从眼睛到耳朵甚

至到知觉。在极大限度提升大众文化的

消费体验之后，新媒介技术打破传统大

众媒介制式化、批量化的生产方式，依

据不同阶层、性别、地域的大众趣味，

生产更有针对性的大众文化产品，促使

大众对其的依赖。另一方面，正如阿多

诺在《论音乐的拜物性及听力的衰退》

一文中对音乐的商业性和拜物性的叙

述，大众欣赏音乐，其间。质”的因素

被消解，音乐本身并非大众关注之重

点，歌手的名气、乐器的昂贵程度才是

关键。音乐沦为展示社会地位和威望的

工具。大众对音乐的崇拜，异化为对音

乐中所隐藏地“量”的崇拜，对金钱

的崇拜， “消费者所真正崇拜的是他

为托斯卡尼尼音乐会的门票所付出的

金钱。”与此相对应，新媒介时代对

“量”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随着网

络媒介、手机媒介等新媒介的崛起，媒

介的硬件——手机、平板电脑、电子阅

读器也带来一阵消费狂潮。苹果新品一

售而空，三星NOTE2大受欢迎，surface

备受追捧⋯⋯当媒介硬件不再一种获取
信息、知识的工具， 而异化为一种象

征物时，新媒介下所承载的主体——文

化，形同虚设。这是一场与文化有关、

又与文化无关的消费的狂欢。

2．新媒介与大众文化娱乐化

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视觉文化等

给人以视觉、听觉、心理上的快感，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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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唐纳曾一针见血道出大众文化的娱乐性， “大众文化的

花招很简单——就是尽一切办法让大伙儿高兴。”现代都

市生活竞争激励、节奏加快，渴望在疲惫的机械劳动之余

得到放松与休闲的大众，迷恋思辨式的观念和思想的经典

艺术，并非其所需，而致力于制造身体幻象，轻飘的形而

下享受和身体感官的大众文化却是其心头好。呈现为高品

质、虚拟性的大众文化，传统的以文字中介为核心的想像

方式被视觉想像与技术想像所替代，使人盲目醉心于各种

娱乐滑遣之中不能自拔，躲在大众文化产品带来的虚幻的

满足之下。霍克海默对大众文化的娱乐性曾如此评价道：

“人们既不相信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也不相信欺骗

的工业化的文艺作品。质量低劣的文艺作品，变成了家庭

中纯粹为了逗乐的附属品。”媒介批评家尼尔波斯曼针

对印刷时代精英文化的没落，以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

介时代文化产品的娱乐化、低俗化无不感慨： “这是一个

娱乐之城。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

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一切文化内容都心甘情愿地成

为娱乐的附庸，而且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

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从形式上说。新媒介数字化的技术优势给大众文化娱

乐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与传统媒介相比，新媒介以

其独有的交互性、虚拟性和多媒体技术，实现文字、声

音、图画、色彩等效果合一。在大众对视觉快感的要求比

任何时候都更为突出的时代。图片、影视、动画、游戏营

造了一场视觉狂欢盛宴。繁复的文字成为累赘，一个布满

平面化、去深度的能指空间代替所指空间的深邃。个体不

自觉地成为能指空间的囚徒，无法触及意指的深层。在新

媒介的引领下，海德格尔预言下的“世界图像时代”成为

现实。从内容上看，新媒介时代ugc式的文化生产，使得

普通大众简单便捷参与其中。这一方面促进了大众文化的

民主性、多样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使得大众文化进一

步走向娱乐化、低俗化的反文化之路。全民参与制造让杜

甫很忙，凤姐很红，却与法兰克福学派视野中精英主义式

的文化之超然、独立、灵韵特性截然对立。

结语

弗洛姆在其名著《幻想锁链的彼岸》一书中，仿造

尼采“上帝死了” (God was dead)，提出。人死了”

(man was dead)。用以指摘异化状态下人的非人化。

法兰克福学派基于传统大众媒介背景，批判大众文化丢失

精英文化品格，是一种非文化、反文化、文化垃圾。某种

程度上文化早已死在新媒介时代前夜。新媒介的产生，由

于其数字化技术带来的独特媒介特性，赋予大众文化新的

躯壳。去中心化的新媒介使得大众文化呈现异彩纷呈的表

象，而话语权威性也人人可上网，人人可发言的时代被消

解。尽管如此，以{虫兰克福学派视野窥其实质，大众文化

虽将文化回归于大众，却无法遮掩、甚至进一步加深商品

化、娱乐化的特性。如果有人曾对新媒介时代文化涅抱

有幻想的话，法兰克福学派无疑以冷静、清醒的视角给其

当头一棒。■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独嫌体各自为战。广电机构置续传统传媒曩式
多年来，不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杂志，各种传统媒

体都是凭借着各自的力量在为社会发展服务，服务的方式也延续

了媒体最传统的工作方式——对信息的单向传递，报道新闻信息

也成为了广电机构(尤其是地方广电机构)全部的宣传工作内

容。

近年来，随着网络、手机的快速兴起，随着影视、活动的日

渐繁荣，人们对获取信息渠道的选择性变得越发容易。除此之

外，随着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人们似乎已不只是停留在单

纯获取信息的层面， “广泛参与、交流互动、表达情感、展现才

华、创新文化”越来越成为人们在全媒体时代想要做的事情。当

这个光荣使命摆在我们面前，摆在文化传媒代表的广电机构面前

时，如何“以人为本，为民所愿”，如何让整个文化市场真正繁

荣起来这样的问题成为了目前及至今后广电机构要研究的重点课

题。

全媒体高速发展，广电需创新模式搭建融合媒介平台

不可否认，2l世纪媒体的快速发展如离弦之箭。同样，营造

和谐健康、积极向上的社会环境与正确发挥媒体作用也是相得益

彰。地方广电机构作为区域主流媒体，除了自身正确报道新闻、

传递信息之外，更要发挥自身优势和主流媒体作用，主动出击，

担负起区域文化交流传播的历史责任，使区域全媒体形成一个整

体，让人们群众真正享受到全媒体时代快速、便捷、优越的幸福

感。

1．全媒体的特点

“全媒体”是人类现在掌握信息流手段最大化的集成者，但

并不排斥传统媒体的单一表现形式，而且在整合运用各媒体表现

形式的同时仍然很看重传统媒体的单一表现形式，并视单一形式

为“全媒体”中“全”的重要组成。

。全媒体”体现的不是媒体间的简单连接，而是全方位融

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乃至通讯的全面互动、网络媒体之间

的全面互补、网络媒体自身的全面互溶。总之。全媒体”的覆盖

面最全、技术手段最全、媒介载体最全、受众传播面最全。

2．新时期。文化传播的新需求

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

新时期文化传播方式多种多样，小到亲朋聚会、外出旅游，

大到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可以说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没有被传播的文化不能称之为实际意义上的文化。在当今

繁荣发展的文化时代，没有一种文化是固步自封的，没有一种文

化是止步不前的。作为文化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网络、报刊

等传媒机构，在新时期必然会接受各种文化传播内容赋予的新要

求。如何让一个区域内传播文化的多媒介形成合力?如何让这种

合力结出硕果?作为区域主流媒体的广电机构，无论从功能还是

职能上都具有最大的优势。
‘

3．广电为“媒”，实现地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1)地方广电机构的多项优势

优势一：多媒体集于一身声势强大。

就北京市各区县级广电机构而言，作为地区主流媒体基本上

都具有广播、电视、网站、平面等多个宣传媒介形式，在本地区

比起其它任何一个宣传机构都具有更强的宣传实力。同时，随着

全社会对宣传工作的不断重视，各区县广电机构在几种宣传媒

介方面，不论是设备硬件还是人才软件水平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

升，节目的声、画、发射、接收等内容都基本满足了当地受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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